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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九成专业要求“物化
双选”

　　“3+1+2”模式理论上共
有12种选科组合。郑刚回忆，
2023 年 6 月左右，学校首届
新高考学生高一下学期选科
时，他一度担心难以应对如此
多样的组合。但实际上，学
生的选择主要集中在“物化
生”“物化地”“物化政”和
“史政地”四种组合，全年级
16 个班级中，“物化生”组
合的编班就占到了 11 个。
　　他认为，这种相对稳定的
选择，与高考综合改革省份前
期的探索不无关系。2014 年
起，上海、浙江、山东等第一、
第二批高考综合改革省份实施
“3+3”选科模式。除语文、
数学、外语 3门必修科目外，
学生可在物理、化学、生物、
政治、历史、地理中任选 3门
作为选考科目，选考组合多达
20 种，浙江省选考科目还多
出一门“技术”，选考组合多
达 35 种。
　　“3+3”模式扩大了学生
选科自由，但也催生了功利化
倾向，趋易避难的选择逻辑下，
更多学生会选择容易得分的文
科科目。2017 年的高考中，
多个综合改革省份的物理选考
人数出现断崖式下滑。基于物
理遇冷、各地教学资源存在差
异等因素，2018 年，第三批
高考综合改革省份将选科调整
为“3+1+2”模式。
　　物理成为二选一的“首选
科目”后，物理选考人数显著
回升，与此同时，化学成为新
的“冷门”科目。有分析认为，
这也是教育部出台《指引》的
重要背景。《指引》2024 年
正式实施，理工农医专业中要
求“物化双选”的比例超过九
成，这在不少教育界人士看来，
某种程度上让选科重新回归了
文理分科的轨道。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
策研究院副教授王新凤对《中
国新闻周刊》表示，新高考改
革给了学生选择权，但选什么
成为新的问题。《指引》的出
台，正是为了把学生兴趣、高
校专业、国家需求三者统一。

　　王新凤介绍，在《指引》
的引导下，选择物理和化学的
学生，主要出于报考专业范围
更广、就业前景更好等实用考
量；政治、历史、地理、生物
这四门中，兴趣和学科优势成
为更主要的选择依据。
　　她还发现，自第三批高考
综合改革省份实施“3+1+2”
模式以来，学生“物化双选”
的比例逐年上升；而在前两批
实行“3+3”模式的省份，近
年来，选择物理、化学组合的
学生数量也在上升。
　　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景
宁中学校长助理吴松敏长期负
责学校选科指导工作，他对
《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作
为首批实施“3+3”改革的地
区，浙江省最初“物化双选”
的学生较少，随着绑定的要求
增强，这一组合的选考人数持
续上升。他为学校 2027 届考
生提供的选科建议中，“物化
+X”和“政史地”是主要推荐
的选科组合。
　　山东省是前两批综合改革
省份中高考人数最多的省份，
山东省潍坊市从教多年的高中
历史教师李志向《中国新闻周
刊》介绍，据他了解，在省内
不少学校，2020 年第一届新
高考的考生对选科与未来专业
之间的关系了解有限，为了在
高考中取得更高分数，倾向选
除物理、化学以外的科目，填
报志愿时才发现能选择的专业
非常有限。2020 年秋季学期
开始，他所在的学校，物理和
化学选考人数重新回升，2021
年《指引》出台后，“大文大
理”传统分科又成了主流。
　　近期，国内多所“双一流”
高校宣布扩大本科招生规模，
扩招名额集中在人工智能等前
沿技术领域，而这些专业大多
对选科均有明确要求，须选考
物理、化学才能报考。

“大走班、小走班”

　　但对于不同地区的学校而
言，选科呈现出不小的差异性。
　　高考选不选物理，是让高
二学生吴佳犯愁的问题。吴佳
和正在读高三的哥哥在广东省

同一所普通高中就读。广东省
是第三批高考综合改革省份。
根据选科规定，她和哥哥要在
高一下学期决定高考选科组
合。理科成绩不错的哥哥选科
时没有太多犹豫，选择了“物
化生”，这是该校学生中最常
见的选科组合。
　　相比之下，不擅长物理的
吴佳有些纠结。高一入学时，
她原计划选择物理、生物和地
理，既能报考理工科专业，又
能避开不擅长的化学。但在高
一下学期，老师向她介绍了最
新的政策。权衡之下，吴佳放
弃了学起来吃力的物理，转而
选择了历史、生物和地理三科。
　　吴佳的班主任建议，成绩
较好的学生为了冲刺“双一流”
高校的理工农医等热门专业，
应优先选择物理和化学。教学
资源相对一般的高校，对“物
化双选”有要求的专业较少，
不擅长理科的学生，如果不打
算学习理工农医专业，就应转
而选择“政史地”组合。
　　吴佳告诉《中国新闻周
刊》，她所在年级约有 1000
名学生，大概 80％选择了物
理，其中成绩较好的同学普遍
绑定化学。
　　浙江省共有 600 多所高
中。吴松敏分析了一份涵盖省
内 400 多所高中的选科统计数
据。他发现，选择物理、化学、
生物的学生中，优秀学生占多
数，中等和基础较弱的学生比
例较少；而政治、历史选科则
呈现“正梯形”分布。
　　湖南省是第三批高考综合
改革省份，湖南省郴州市第一
中学是省级示范高中。校长黄
鸿明向《中国新闻周刊》介
绍，新高考前，学校理科与文
科学生比例大约为 2:1，考生
从 2021 届开始，选择物理的
比例逐年上升，从 74.1％增
加至 2027 届的 88.75％。他
观察到，一些普通高中，物理
与历史的选科比例更加均衡，
有的出现多数学生选历史的情
况。
　　造成这一差异，也与新高
考实行等级赋分有关。实行
“3+1+2”模式的省份，2科“再
选科目”将等级赋分。所谓等

新高考改革，“重回”文理分科？

”

级赋分，即根据考生在某一选考科目
中的原始分排序，按比例划分等级，
并赋予相应分数。也就是说，考生的
最终得分不仅取决于自身水平，还与
同一选科群体中的竞争对手相关，普
通高中的学生也在回避与示范高中的
学生直接竞争。
　　辽宁省一所普通中学的校长对
《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师资和生源
较差的学校通常会引导学生选择地
理、政治等高分段学生较少选择的科
目，以提升排名，在赋分机制下取得
高于原始分的等级成绩。
　　师资是影响学生选科的一个重要
因素。新高考模式下，要求高中实施
走班教学，即学生不再有固定班级，
而是根据自身的选科组合流动到不同
教室上课。相较于“3+3”模式，“3+1+2”
模式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走班管理的复
杂度，但对不少高中而言，落实走班
仍有困难。
　　在吴佳所在的高中，“史生地”
是一个非常小众的选科组合，她被编
入“史政地”班，其他同学上地理课
时，她就到“物化生”班上生物课。
与广东其他高中的同学交流中，吴佳
发现，一些学校甚至没有给学生充分
的选科自由。
　　王新凤所在的研究团队曾对全国
29 个高考综合改革省份进行了跟踪
评估，第一、第二批高考综合改革省
份基本能满足学生的选科需求，学生
对改革的整体满意度较高；第三批开
始，“3+1+2”模式下学生的选科空
间有所收缩，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和
后期加入改革的省份，学生的选择性
更少。
　　李志介绍，受制于教师数量、排
课难度和教学质量等现实因素，学校
会根据自身办学特色和师资条件，有
意识地引导学生选科。以他所在的学
校为例，物理、化学、生物和地理是
优势学科，学校在中考招生时也倾向
于吸引对这几门感兴趣的学生，最终
学生选科也集中在这几门科目的组合
上，学校根据这些组合开设班级，教
师也会建议学生优先考虑学校主流的
科目组合，尽量避免走班教学。“这
种做法在省内很多学校都很常见。”
他说。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2021 年
对 31 个省份的 1256 所普通高中的调
查显示，第三批及之后实施综合改革
的省份中，普通高中教师缺口率达到
21％—50％，支持选科和走班教学的
教室、仪器设备等硬件设施缺口率高
达 26％—50％。中国教育发展战略
学会人才专委会秘书长、中国教育在
线总编辑陈志文向《中国新闻周刊》
介绍，第三批及之后推进新高考改革
的省份，普遍强调“因地制宜、因校
制宜”，根据自身条件推进选科和走
班教学，“大走班、小走班都可以”。
　　在王新凤看来，充分的选科自由
是建立在资源充足基础上的理想状
态，虽然改革理念先进，但现实中区
域、城乡和校际差异巨大，教育资源
难以全面覆盖，这种理想目标与现实
的落差，正是选科难以落地的根源。
她也认为，即使高中对学生选科进行
了一些限制，相比过去只有“文综”
和“理综”两种选择，如今的选科模
式仍为学生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和新高考改革之
前相比，这两年，学校
同时选考物理、化学（以
下称‘物化双选’）的
学生更多了。”郑刚说。
　　郑刚是河南省一
所省级示范高中的副
校长，今年该校将有
2000 多名高三学生参
加河南省首届新高考。
河南新高考采用的是
“3+1+2”模式，即除
了语数外 3 门之外，学
生在物理、历史两门科
目中二选一，再从思想
政治、地理、化学、生
物4门中自主选择2门。
　　2014 年， 国 内 开
启高考综合改革，被民
众称为新高考。2021年，
教育部发布《普通高校
本科招生专业选考科目
要求指引（通用版）》
（以下简称《指引》），
并于2024年正式实施。
《指引》明确多数理工
农医类专业需同时选考
物理和化学，才能具备
报考资格。郑刚向《中
国新闻周刊》介绍，该
校作为一所传统理科强
校，学生受到政策引导，
选择最多的还是“物化
生”“政史地”这种传
统文理分科组合。
　　河南省是第五批高
考综合改革省份，2022
年开始实施新高考。目
前，全国已有 29 个省
份全面实施新高考，新
疆、西藏也在去年入学
的高一年级学生中，正
式开始实施新高考。新
高考改革旨在打破文理
分科，但是多地的实践
表明，学生的选科组合
正在“回归”文理分科。


